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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料密度、温度和体质量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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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4年 4月~7月采用实验生态学方法对浙江引种养殖的大西洋浪蛤(Spisula solidissima)繁殖培育的一
龄蛤进行滤水率的研究。结果表明：（1）以新月菱形藻为饵料，在适宜的饵料密度范围内大西洋浪蛤的滤水
率随着饵料密度的增加而增大，它们之间呈函数关系；（2）体质量对滤水率的影响呈幂函数关系
y=0.1622W0.848(R2=0.9988)；（3）在一定温度范围内，随温度升高滤水率增加；超过一定温度范围，随温度升
高滤水率下降。当温度为 21℃时滤水率达到最大值 0.77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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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浪蛤(Spisula solidissima)一种原产于北大西洋西部

近海岸的双壳贝类，从圣劳伦斯河南部海湾到北卡罗莱纳州的

Cape Hatteras都有分布[1~2]。大西洋浪蛤栖息的底质主要是规格

均一适中的沙底 [3]，在细沙底 [4]和淤沙底 [5]底质中也有发现。

各地大西洋浪蛤性成熟的大小和年龄有所不同，最早有 3个月，

壳长小于 50mm 时即可达到性成熟的 [6]
。大西洋浪蛤是一种生

长繁殖迅速具有养殖潜力的贝类。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于 1998 年 10 月首次从美国引进大西洋浪蛤人工苗种并开展了

生态学和人工繁殖研究，成功培育出幼蛤 [7]。 

滤水率是指单位时间内滤掉悬浮颗粒所占用的水体积，是

反映滤食性动物生理生态学状况的动态指标，滤水率的测定对

于估测海区养殖容量，指导养殖生产有重要意义 [8]。国内外关

于贝类滤水率的研究很多，但有关大西洋浪蛤的滤水率方面未

见研究报道。作者以大西洋浪蛤喜食的硅藻为饵料，从饵料密

度、体质量以及水温几种因素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的影响进行

了研究。 

1  材料方法 

1.1  实验材料 

2004年 4~7月取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于 1998年 10

月从美国引进的大西洋浪蛤苗种经人工繁殖培育的一龄大西洋

浪蛤，壳长 1.5~3.5cm。大西洋浪蛤取回后，在实验室驯养，每

天定时投喂单胞藻，定时换水。 

1.2  实验方法 

选取暂养一周后的健康个体进行滤水率测定。实验前一天

取出，去除贝壳表面杂物，用过滤海水暂养，实验用海水为脱

脂棉过滤海水盐度为 28~30,pH8.0~8.5。实验以 f/2 培养液常规

培养的新月菱形藻（Chaetoceros muelleri Lermmerman）为饵料，

并采用静水充气，防止饵料下沉。实验时每个容器放 3L过滤海

水,3 个大西洋浪蛤，每组设 3 个重复，另设 1 个不放贝的作为

对照。根据饵料、温度和实验浪蛤体质量的不同实验持续 1~2h，

以摄食的大西洋浪蛤的数量为实验浪蛤数。实验结束后取样、

固定、浓缩、定量，用显微镜细胞记数法统 

计单胞藻密度，用游标卡尺测量壳长、壳高、壳宽，用解

剖刀将软体部与壳分开，在 80℃烘干 24h，称壳干质量和肉干

质量。 

1.2.1  饵料密度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的影响 

实验水温为实验室温度，实验设 4个藻类密度梯度：2.5×

104、5×104、7.5×104、10×104个/L。 

1.2.2  体质量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的影响 

取 3 种规格的大西洋浪蛤分 3 组研究体质量对大西洋浪蛤

滤水率的影响。实验水温采用实验室温度，投喂新月菱形藻，

藻类密度为 5×104个/L。 

1.2.3  温度对大西洋浪蛤的影响  

实验设 6 个温度梯度：13、17、19、21、23、25℃，温度

采用随着室温的升高在到达各温度梯度时进行实验。实验用藻

类藻密度为 5×104个/L。 

1.3  滤水率的测定 

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Filtration rate)进行测定，其计算公式

为： 

F=V×ln(C0/Ct)/N t 

V 为实验海水的体积（L），N 为实验中摄食的浪蛤数目，

C0和 Ct分别为实验前后单胞藻的密度（个/L），t为实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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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结果 

2.1  饵料密度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的影响 

实验水温为 20.5℃，实验结束后测得大西洋浪蛤生物学数

据：壳长 3.09cm±0.11cm，壳高 2.17cm±0.09cm，干肉质量 0.12g

±0.04g，干壳质量为 1.69g±0.29g。 

图 1  饵料浓度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concentration of diet on filtration rate of 

 S.solidissima 

 

由图 1 可知，随着密度的增加大西洋浪蛤的滤水率逐渐增

加，在单胞藻密度为 7.5×104个/L 时滤水率达到最大值。在一

定的饵料密度范围内两者之间呈函数关系，即 y=0.0823x1.359

（R2=0.9993）。经显著性检验 F>F0.01,表明饵料密度的变化对大

西洋浪蛤滤水率影响极显著。 

2.2  体质量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的影响 

大西洋浪蛤生物学规格见表 1。在 24℃水温条件下，大西

洋浪蛤的滤水率与体质量之间呈幂函数关系：y=0.1622W0.848(y

代表滤水率，W代表体质量，R2=0.9988)。滤水率随体质量增加

而增加，体质量对滤水率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F>F0.01）。 

2.3  温度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的影响 

不同温度条件下大西洋浪蛤的滤水率如图 2 所示，低温时

温度变化对滤水率影响较小，当温度为 21℃时滤水率达到最大

值 0.77L/h，然后随温度上升滤水率呈下降趋势。经显著性检验

F>F0.01,表明温度的变化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影响极显著。温度

在 13、17℃时浪蛤的滤水率经显著性检验 F＜F0.05，表明低温

时温度变化对浪蛤滤水率影响不显著。 

 

实验结束后测得大西洋浪蛤生物学数据：壳长 3.02cm±

0.09cm，壳高 2.15cm±0.11cm，干肉质量 0.11g±0.03g，干壳

质量为 1.67g±0.26g。 

3 讨论 

3.1 饵料密度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的影响 

饵料是影响滤食性贝类摄食生理的关键因子之一，饵料的

种类和密度对贝类滤水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

现，在大西洋浪蛤的内脏中有许多类属和种类的硅藻 [9]。本文

作者以新月菱形藻为饵料研究大西洋浪蛤滤水率，实验结果表

明：在适宜饵料浓度范围内，随浓度的增加滤水率增大；超过

一定范围后，浓度增加滤水率下降；浓度 7.5×104个/L 时滤水

最大。这与太平洋牡蛎和海湾扇贝的规律一致 [10]。Robinson [11]

研究表明水中高浓度悬浮物会降低大西洋浪蛤对海藻的摄入和

消化。 

图 2  温度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filtration of S. solidissima 

 

3.2  体质量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的影响 

对于滤食性贝类，滤水率与体质量之间存在一定关系，用

公式表述为 y=aWb，b值范围在 0.66~0.82之间 [12]。本文作者实

验得出关系式中 b值为 0.848略大于此范围。作者认为这种差距

可能与实验所用浪蛤的生理状况及所处的环境有关。实验组（3）

的结果表明,大西洋浪蛤的滤水率在温度为 21℃时达到最大,然

后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这组实验采用的温度为 24℃,对实验浪

蛤的生理状况有一定影响。

 

表 1 大西洋浪蛤生物学数据 

Tab.1  Biological  data of S. solidissima 

实验组别 壳长(cm) 壳高(cm) 干肉质量(g) 干壳质量(g) 肥满度（%） 

1 1.539±0.07 1.06±0.05 0.025±0.01 0.419±0.05 5.95 

2 2.555±0.08 1.816±0.07 0.054±0.01 0.934±0.08 5.98 

3 3.529±0.07 2.508±0.01 0.211±0.01 2.131±0.19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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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温度对大西洋浪蛤滤水率的影响 

温度是影响贝类生理活动变化的重要环境因子，通常温度

的变化可引起一系列其它环境因子的变化。大西洋浪蛤的生存

温度为-1~30℃，以 10~25℃范围较适[7]。本实验研究表明，在

一定温度范围内随温度升高，大西洋浪蛤滤水率增加，21℃时

滤水率达到最大值为 0.77L/h，这一数值与 Fay [13]得出大西洋浪

蛤生存的最适温度是 22℃基本一致；超过 21℃后，随温度升高

滤水率下降。这一规律与温度对菲律宾蛤仔滤水率的影响

一致[14]。通过本次实验发现在低温时温度变化对大西洋浪蛤滤

水率影响较小，说明浪蛤属于偏低温的贝类。有研究发现，大

西洋浪蛤在 16~26℃时潜沙最快，而在 30℃不能潜沙。在实验

过程中发现当温度大于 27℃时开始有大量死亡现象，研究发现

养殖在实验室的大西洋浪蛤当温度超过 28℃时不能存活 [15]。因

此温度对大西洋浪蛤的生理生态有非常复杂的影响，由于温度

同时影响生物其它的生存环境因子，许多学者研究表明温度对

大西洋浪蛤是否繁殖以及繁殖次数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温

度在大西洋浪蛤养殖中是非常重要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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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ltration rate of Spisula solidissim, a successfully-cultivated exotic species in Zhejiang, was studied in a laboratory 
static system in April - July 2004.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In a certain diet density range, the filtration rate increased with diet 
concentrations described by an exponential function.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tration rate and individual size could be also described 
by an exponential function. (3) Filtration rate increased with higher temperature but decreased if the temperature is over 21℃. 
 

.                                                          (本文编辑:张培新) 


